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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競徽（前名梁烈唯）近年將重心轉

移至內地發展，除接拍影視作品和投資

生意外，亦嘗試轉型做直播帶貨，做出

不俗成績。從在直播間內以一身廚師裝

束即場煎牛扒，到遠赴江蘇直播賣大閘

蟹，或是在香格里拉直播賣松茸……回

望起2019年自己離開TVB，簽約邵氏

兄弟並毅然赴內地發展的時候，他堅定

地說：「我做的所有決定，都是在當時

我有的能力和資源下，所能夠做的最好

的決定。沒有什麼幸不幸運，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場地鳴謝：荃灣Plaza88商場碼頭故事

近月，梁競徽有份參演的內地網絡電
影《戰警之生死狙擊》在網絡平台

熱映，他飾演的反派毒梟一角相當搶眼，
淋漓盡致的演繹獲得不少網民稱讚。原來
此電影早已於2020年拍攝完成，如此這般
延遲上映的電影和劇集，他還參演了數
部，雖獲不錯片酬，卻未能及時使他的演
藝生涯更進一步，這也引發了他的思考：
「這好像是在給我一種指引，告訴我此刻
暫時不適合繼續拍戲，工作量愈來愈少，
不是因為你不再受歡迎，而是大家都應要
配合祖國的防疫政策，不要聚集。我經歷
了這幾年後，醒覺原來很多事情我們是無
法提前計劃的，我只能準備好自己去迎接
每一個突變，也學會勇於接受改變，改變
就是一種進步。」於是，便有了之後那位
公眾眼中藉直播帶貨和社交媒體短視頻吸
引粉絲的梁競徽。當疫情已平息，直播帶
貨行業板塊面臨巨變，他也可泰然處之，
轉變路向，繼續前行。經歷了幾年的艱難
時期，他經多年錘煉的演技仍在，直播技
巧和運用普通話的能力也愈發嫺熟，「無
論如何，我學到的知識和經驗沒人可以拿
走。」

以專業態度正視直播行業
當疫情漸趨平息，梁競徽已清晰意識

到，這幾年迅猛發展的直播帶貨行業將迎
來巨變，「之前很多線下實體店因疫情無
法開門，供應商的貨品以及農民的產品等
都需要靠直播帶貨產業去內銷。如今都在
鼓勵大家出門消費，推動社會經濟和本地
生活。例如之前我們可以靠直播勾起觀眾
想食點心的慾望，再銷售冷凍點心，但如
今大家都可以出門飲茶或者叫外賣。當年
我和朋友合夥開公司，在直播帶貨板塊也
獲取到了不錯的成績和利益，但如今我們
公司的業務需要做出一些調整，我也基本
暫停了直播這件事。」
雖已暫別直播間，但這三年來的直播經

歷已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憶述當年
剛接觸直播時，自己是秉持不輕視也不重
視的態度，也笑稱剛開始嘗試直播也遇到
不少趣事：「『吹水』話題飛去好遠，不記得
上商品鏈接，團隊的人要不斷舉牌提醒
我。」直到真正全身心投入這個行業，他不
由慨嘆其專業性：「團隊裏每個人都很重
要，任何一個環節有問題，都有可能影響
最終的結果。如果是面對面銷售，你可以
通過對方的情緒而轉變銷售策略，而直播
時你面對的只有鏡頭，很多人在看你，但
你不知道對方的反應，你應該怎樣做？只
能靠背後的這班團隊觀察數據和留言，再
回饋給你，你才能決定用怎樣的速度和方
式繼續下去。這件事不會比拍戲或者主持
工作簡單，各有各的專業，我們要學會跟
隨着世界的變化而改變自己。」

跳出舒適圈 苦練普通話
當梁競徽堅持以專業的態度正視直播帶

貨這件事，普通話是他無法忽視的一部
分。「我身邊也有不少藝人朋友選擇在廣
東省發展，以廣東話直播帶貨，其實沒問
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自己enjoy
（享受）便好。但我既然想融入內地市場，
我一定要跳出舒適圈，令普通話進步，也
為日後可能上內地綜藝做好準備。」
他認為，普通話在世界範圍內都具有認

受性，無論在日本還是歐美，遊客區常有
講普通話的服務人員，為旅途增添溝通之
便。他回憶起早前自己與朋友去日本旅行
的經歷：「我們幾人出門買消夜，不懂日
文，在餐廳門前不知如何點餐。突然有位
講普通話的女生問我是不是拍過《使徒行

者》的演員，原來她是來自內地在
日本留學的學生，在餐廳兼職打工，
經過她的介紹，我們才能成功點餐。
女生後來還邀請我合照留念，我想這
張合照很『抵』，『救』了我們。」
也是日復一日的直播帶貨工作，使他
在反覆練習中令普通話水平突飛猛進，
直播技巧也日益嫺熟，為日後繼續在內
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演藝事業的熱忱從未改變
梁競徽對演藝事業的熱忱其實從未改
變，「始終我都是一個演員，想看下演藝
事業的路途會怎樣。」但他也不諱言，疫
情後的全球經濟還處於復甦的過程中，而
只有經濟愈好，娛樂行業才會更好地發
展，「香港仍有本土小製作電影開鏡，不
少人也在向網絡媒體方向發展。而內地網
絡平台多姿多彩，很多人拍短劇、網絡綜
藝或者經營自媒體，只要你肯努力，未必
一定會發達，但賺兩餐不會很難。」
從TVB劇集《使徒行者》中的「木虱」

到《飛虎》中的狙擊手莊卓源，再到邵氏
兄弟的《飛虎》系列劇集，他自稱幸運，
因為曾演繹了這些令觀眾記得的經典角
色。但他也直言，內地演藝界的機會雖
多，而留給香港藝人的機會並不如想像
般那樣多，「如今內地製作的影視劇很
多，大家不會再像十幾年那樣追看TVB
的劇集，香港藝人在內地有人認識的已
經不多了。新一代的香港藝人若想要上
內地的大製作電影、劇集或綜藝，其
實背後需要很大的推動力，內地如今
最流行的甜寵或玄幻劇，其實都是年
輕演員的世界，我們是做不到的。」
於是，他認為，大灣區內地城市其
實是一個很值得香港藝人去開拓的
領域，「雖然我很努力提升普通
話，我也從未放棄過廣東話，我也
很想在大灣區拍一些香港觀眾可以
免費看到的劇集，我在這裏出
世，在這裏長大，也在這裏得到
很多鍛煉和支持，才有機會令內
地的朋友們認識我。我的根在香
港，以前只有TVB，現在無論
YouTube還是抖音都有很多受
眾。我覺得我們大灣區的藝人
首先要團結，如果大家在內
地有什麼需要做的，我都會
全力配合。」

梁競徽曾數度參演《飛虎》
系列，也可以說，這個系列是
他事業上的轉捩點。當年，大
家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一些沒
有擔當的角色，可能是別人的

細佬，甚至小混混，但自從在第一輯
《飛虎》飾演一位狙擊手後，更多觀眾
看到他認真而冷靜的一面，這無疑給了
他很大的鼓舞，當年亦憑角色奪得「飛
躍進步男藝員」。他猶記得「五個飛
虎」當年拍攝劇集時廢寢忘食的熱血畫
面，而這份敬業精神也已刻入每個TVB
藝員的骨血中。時過境遷，不少藝員已選
擇外闖之路，他仍期待「五個飛虎」有機
會重聚拍攝節目，向更多人介紹香港的文
化，喚起回憶，也開啟新的篇章。
即使談起過往所遭遇的偏見已是雲淡風

輕，他仍自稱「拗頸」，希望轉變他人的刻
板印象。正如2013年他參加第十一屆北極
馬拉松，「全世界的人都說我沒可能跑得
完，說參加下就算了，不要勉強自己。」他
記得，當時就連體檢醫生都戴着「有色眼鏡」
認定他身體差，而優秀的體檢報告則是最有力
的反擊。「我告訴自己，只要有機會就一定要
做到，我日日搏命去練，的確很辛苦，但我和
自己說一定要完成。」終於，他用了11小時10
分14秒完成九個圈42公里的全馬賽事，也成為
首位完成此比賽的藝人。

作為早期北上的香港藝人，梁競徽慶幸自己更
早出去闖，更了解外面的環境和狀況，也做足更
好的準備，從抖音、小紅書到微博，內地社交媒
體常見到他的身影。他稱讚內地公安、消防等政
府部門，也常常通過社交媒體發聲，以各個年齡
階段和群體的受眾都明白的語言發布訊息或開展
教育工作。同時他也留意到，在科技加持下，各
公共機構辦公效率也顯著提高。他分享在深圳續
期內地車牌的經歷，已令他感受AI科技自助體檢
及拍照服務的便捷，「我根據機器指示，很快已
經完成體檢和拍照程序，再提交文件便已經完
成，兩個小時後已經可以取到車牌。」

北上發展練得多技傍身北上發展練得多技傍身 演藝再覓新路演藝再覓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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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轉變刻板印象
期待「五飛虎」重聚再出發

讚內地公共機構
善用科技效率高

◆梁競徽也曾赴江蘇開直

播賣大閘蟹。受訪者供圖

◆梁競徽常折服於內地美景，拍照留念。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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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競徽與胡杏兒曾在內

地合作拍攝《獅子山下的

故事》。 受訪者供圖

◆梁競徽曾於《飛虎》中飾狙擊手，贏得
好口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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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競徽勇於跳出舒梁競徽勇於跳出舒
適圈適圈，，苦練普通話苦練普通話。。

◆◆梁競徽即使已轉戰多種崗位梁競徽即使已轉戰多種崗位，，但對演戲的但對演戲的
熱忱從未改變熱忱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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